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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文本的深度翻譯策略
———以《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的英譯為例

張建平　 黃西亞

江西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理解中國》叢書之一。 該書以宏觀的視野，圍繞民

族問題這一全球性的話題，論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理論與實踐。 該書於 ２０１７ 年獲批國家社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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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華學術外譯專案。 國際著名的科技圖書出版公司斯普林格出版社於 ２０１９ 年推出了該書的英譯本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ｔｓ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本文詳細考察了英譯本中深度翻譯策略與學術翻譯規範的具體表現，通過研究其

譯文內與譯文外深度翻譯例子，試圖找出此類著作在英譯過程中如何更好傳達原作者思想的方法，以達到傳播中

國文化、展示中國形象的目的。

關鍵詞：深度翻譯；中華學術外譯；文本內深度翻譯；文本外深度翻譯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經濟騰飛、日新月異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代名詞。 但

與此同時，世界上仍有許多人對中國的印象停留在上個世紀的貧窮、落後之上；而且，“世界輿論西強我弱局

面尚未根本改變”，我們想要“引領世界輿論絕非易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兼顧各方，既有明確的大方向，又
有多角度多層次的話題”。①

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趙劍英看來，我們以更加寬容、友好的心態融入世界時，自己卻沒

有被客觀真實地理解。②這樣的嚴重不對等，造成了國際上長期存在的對中國的妖魔化和汙名化。 在這樣的

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策劃出版了“理解中國”叢書，以“發揮學術優勢，講好中國故事”為追求，選取

國內外讀者關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從經濟、政治、宗教信仰、民族政策、生態環境治理，以及中國古代

文明、哲學、藝術等多方面設置選題，由各學科權威專家撰寫，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寫作方式打造出一套

學術著作精品，向國內外讀者闡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該叢書注重提煉中國特色，闡釋中國道路、中國理

論、中國制度，且具有國際和比較的視野。
如此來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當代中國文化工作者當仁不讓的重大使命，同時中國學術

國際化既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也是配合中國崛起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

路》系“理解中國”叢書中的一部，作者郝時遠先生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全面客觀的眼光和扎實詳盡

的筆觸為我們論述了中國的民族關係發展史，從具體入微的實證，在國際比較的視域中，分析了中國解決民

族問題的當代主題，即中國各民族人民在物質生活層面縮小差距、共用發展，在精神生活層面尊重差異、認
同一體。

像《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這樣的主題圖書，反映的是時代重大課題，作者都是社會精英、領域權

威，能被翻譯成外文出版，必定思想內涵深刻，觀點內容權威。③作為傳播中國聲音，展現中國風貌的載體，主
題圖書的傳播過程也充滿挑戰。 其中首當其衝的便是翻譯問題。 在當今時代，我們既要繼續翻譯世界，也
要加強翻譯中國，④這是翻譯研究呈現出的新特點。 但整體來說，中文社科文獻的翻譯缺少學術界的重視，
因此如何能讓這本解決民族問題的“法寶”為國外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所接受，是對譯者能力的重大考驗。

翻譯在廣義上被認為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目標語讀者導向”的理念應貫穿于翻譯過程的始終。⑤張

譯本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採用了大量深度翻譯策略，使得行文更加符合外國讀者的閱讀習慣，
同時也將原文中大量出現的中國特色詞彙、文化負載詞等處理得更加明白易懂，幫助外國讀者清除了閱讀

障礙。 由此，這部代表中國智慧、貢獻中國方案的著作也得以發揮更加廣泛的影響力。

一、 深度翻譯

深度翻譯（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來源於英國分析哲學家吉伯特·賴爾的“深度描寫”理論。 “深度描寫”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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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類學之後，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 之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阿皮亞將

這一理論應用于翻譯學研究之中，提出了“深度翻譯”的概念。 其主要含義為“深度語境化，在翻譯文本過程

中採用添加註腳、注釋、評注等方法，以便將文本置於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與語境之中，進而使被文字遮蔽

的意義和譯者的意圖互相融合”。⑥簡單來說，深度翻譯便是譯者除譯文之外，仍需添加其它注釋、評注、說明

等詮釋性材料，以達到使目標讀者更易理解譯文的目的。 譯者通過深度翻譯的種種手段和策略，為目標讀

者構建出理解、感悟來源語言文化的平臺；深度翻譯解決的是文化理解層面的問題，它是讀者與來源語言文

化之間的橋樑。
自阿皮亞教授提出“深度翻譯”這一概念以來，翻譯界得以用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翻譯活動。 但阿皮

亞教授的“深度翻譯”更偏向於一種指導性的原則，眾多翻譯學者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豐富了這一理論。 赫

爾曼斯提出實施深度翻譯的兩個途徑：評注和修辭闡釋學；深度翻譯被引入國內的時日尚短，但相關研究已

經出現不少：２００５ 年，譚載喜教授將“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翻譯為“增量翻譯”，確實符合深度翻譯常用策略———
添加注釋的特徵，自此之後，關於深度翻譯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張佩瑤也提出了背景描述、解釋、深厚鋪墊

等具體操作方法來幫助讀者跨越理解方面的鴻溝；⑦李雁在《 ＜紅樓夢＞法譯本的“深度翻譯”及其文化傳遞》

中，根據“ｒｅａｌｉａ 理論”和“副文本”理論總結出“深度翻譯”的類型和具體實施方法，使這種新興的翻譯理論

具有可操作性。⑧許明武、王煙朦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資本”概念審視任以都英譯版《天工開物》，發

現任以都運用的深度翻譯策略乃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和經濟資本相互作

用的產物。⑨

但我國現有關於深度翻譯在譯本中體現的研究還多數集中於外譯中作品，在提倡中國文化“走出去”的

大背景下，我們還應加強中譯外作品中深度翻譯的研究，對譯者的翻譯動機、翻譯策略以及希冀達到何種目

的進行闡釋。 由此來看，張譯本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ｔｓ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便十分值得探討。

二、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的英譯本中深度翻譯策略的應用

融通中外，就是我們傳播的概念範疇表述既要符合中國國情，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要與國外習慣的話

語體系、表述方式相對接，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⑩。 深度翻譯策略想要達到的目的正與此契合。

本文探討的深度翻譯策略主要分為文本內深度翻譯與文本外深度翻譯。 前者主要採用加注的方式為

文本增加更多詳細資訊，如拼音加注、註腳等，讀者通過此類加注會對譯文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減少讀者閱

讀譯文時的理解障礙；本文考察的文本外深度翻譯主要是譯者注。 譯者在翻譯前對原文整體風格、出版目

的、譯文受眾等都做了具體研究，並將其在譯者注中加以說明。 可以說，譯者注是讀者通過譯文理解原著的

極大助力。

（一） 文本內的深度翻譯

譯注是譯文內深度翻譯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深度翻譯最直觀的體現。《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

一書中出現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及歷史事件等文化負載詞，這些看似簡單的詞卻包含了豐富的地理、歷史、
文化、社會資訊。 原文讀者在讀到這些詞時能夠心領神會，迅速體會到這些詞語背後的含義，但對於譯文讀

者來說，直接翻譯而成的英語並不能準確傳達其隱藏含義，甚至會讓讀者一頭霧水。 因此，譯者往往在翻譯

過程中添加一些解釋性的背景資訊，以使譯文更加明白易懂。
１． 拼音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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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本身為闡釋留出的空間有限，而學術闡釋的任務就只能大量由隨文注釋或評注來承擔。在張譯本

中，多次出現了拼音加注的方法，主要用於表述歷史上已經約定俗成的特有詞彙，先用拼音將該詞彙表示出

來，再把英語解釋置於其後。 如：
例 １：清朝政府對邊疆地區的治理雖然承襲了“因俗而治”等羈縻政策，但是通過制度和法律形式實施統

治的治理能力顯著增強。

譯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Ｊｉｍ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ｒｕｌｅ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經查閱資料，“羈縻政策”是自秦朝建立郡縣制起，到宋、元交替時期前，中央王朝籠絡少數民族使之不

生異心而實行的一種地方統治政策。 通過這種政策，處理中央與地方少數民族聚居的關係，以維繫中央集

權制度的統治。 譯者先將其音譯，而後利用同位成分進行解釋：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如此一來，譯文讀者便對中國歷史上的這一重要民族制度有了初步瞭解。

例 ２：這就如同由西北地方回族、撒拉族經營的牛肉拉麵，在全國範圍的名聲是“蘭州拉麵” （２ 萬

家）、“青海拉麵”（３ 萬家）一樣，而且已經發展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譯文：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ａｍ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ｎｄ－ｐｕｌｌｅｄ ｎｏｏｄｌｅｓ”ｗｈｏ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ｌｕｍｐ

ｏｆ ｄ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ｏｄｌｅ，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Ｈｕｉ Ｐｅｏ⁃
ｐｌ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ｔｅ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Ｌａｎｚｈｏｕ － ｓｔｙｌｅ ｏｒ Ｑｉｎｇｈａｉ － ｓｔｙｌｅ “ Ｌａｍｉａｎ”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ｓｔａｐｌｅ ｄｉｅｔ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ｎ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拉麵是中國傳統麵食，國外並無對應之物。 但如果將“拉麵”簡單音譯成“Ｌａｍｉａｎ”，譯文讀者便會

不知所云，可能無法傳達其文化內涵；譯文先將“Ｌａｍｉａｎ”寫出，之後用流暢的語言補充了拉麵的製作過

程，清晰明白，一目了然。 雖稍顯繁瑣，但為了準確傳達語義，便不得不做出一部分妥協。
例 ３：隱藏在廓爾喀背後被稱為“披楞”的勢力，卻使清朝政府一直摸不著頭腦。 直到近半個世紀之

後鴉片戰爭爆發，清朝政府才明白了“披楞即系英國”。
譯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Ｐｈｅ－ｒａ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

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ｃｒｅｔｌｙ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ｒｋｈ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ｉｎ １８４０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ｅ－ｒａ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

譯文先將“披楞”音譯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Ｐｈｅ－ｒａ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然後用括弧說明該專有名詞的來由，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藏語中指外國人）。 對於此類明顯帶有地方特色的詞語，忽
略不譯和強行解釋都不是最得當的方法。 如此這般，將詞語音譯和英文解釋一併寫出，才能讓譯文讀

者有更加全面、清晰的瞭解。
２． 註腳

例 ４：而時隔一年後的烏魯木齊“７·５”事件，則以更加血腥暴力的場景展現在國人面前……。
譯文：Ｏｎ 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ｒｉｏｔｓ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ｉｎ Üｒüｍｑｉ，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

ｇｈ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３（此處的“３”為譯本中的註腳編號。）
譯者依照原文將句子翻譯出來，並在譯文中對烏魯木齊作了簡要介紹。 但對中國人民來說觸目驚

心、傷痕累累的“７·５”事件，外國讀者卻知之甚少。 鑒於此，譯者在註腳中對這一事件再次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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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ｓ ｒｉｏｔ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０００ Ｕｙｇｈｕｒｓ， ｂｅｇａｎ ａ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ｂｕｔ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９７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ｉ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Ｈａｎｓ，
ｗｉｔｈ １，７２１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１９７ 人死亡，１７２１ 人受傷，多處建築遭到毀壞”，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無論恐怖

暴徒如何掩飾，都無法改變此次事件暴露出來的血腥、恐怖的本質。 有了此條註腳，譯文讀者便更能瞭

解“７·５”事件的真相，這並非他們印象中的和平遊行，而是赤裸裸地煽動民族仇恨，以鮮血和生命的代

價來實現暴徒身後那些陰謀家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更能理解中國政府為何堅決、嚴厲打擊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義活動，打擊一切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破壞社會穩定的犯罪活動了。 所以說這條註腳是

十分有效且必要的。
例 ５：……包括 １７７１ 年不堪忍受沙俄統治毅然率領蒙古土爾扈特部眾東歸祖國的渥巴錫，也在此

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和封授。
譯文：Ｉｔ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ｈ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Ｕｂａｓｈｉ Ｋｈａｎ， ａ

Ｔｏｒｇｈｕｔ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ｈｏ ｌｅｄ ｈｉｓ ｔｒｉｂｅｓｍｅｎ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原作者在本節中著重敘述了清政府在處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方面的成就，包括制定律法，參與當

地宗教事務，乃至在邊疆地區設置機構，轄領區域事務。 自此民族和睦，中原地區成百上千年的遊牧民

族威脅消弭殆盡。 而這其中，十八世紀土爾扈特部的回歸則更能體現清政府在民族事務上的成就。
“土爾扈特部回歸”這一事件已編入中學歷史教材，中國讀者必不會陌生。 而讀到此處的外國讀者，並
不能通過“Ｔｏｒｇｈｕｔ”這幾個字母聯想到其背後的深刻含義，因此譯者在正文下方添加了一段註腳，用以

向讀者解釋土爾扈特部的來歷以及回遷的緣由：“ Ｔｈｅ Ｔｏｒｇｈｕｔ ｗａｓ ａ Ｍｏｎｇｏｌ ｃｌａ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Ｚｈｕｎｇａｅｒ
ｔｒｉｂｅ．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ｎ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ｇａ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ｕｎ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ｓａｒｉ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ａｎｙ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譯者註腳內容與原作者前文所述相互印證，從側面反映了清政府民族

政策的成功，體現出民族和諧、團結一心的局面，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通過閱讀註腳，讀者對“Ｔｏｒｇｈｕｔ”
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知曉民族和諧的傳統早已深深紮根中國土地上，進而對之後中國共產黨的

民族政策從何而來有了初步瞭解。
３． 隱性深度翻譯

除卻添加注釋、注腳之外，張譯本中還大量出現了另一種深度翻譯策略，即“隱性深度翻譯”。 有感

於“加注”等方式的局限性，四川大學教授曹明倫先生在前人理論和大量翻譯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

“隱性深度翻譯”這個概念，其核心含義就是譯者無需在譯文正文以外的地方添加詮釋性材料，而是在

“正確判斷譯文讀者認知語境的前提下，在譯文正文中增加有其意而無其詞的說明性字詞”，如此一來，
譯文便會在語義層面和表達效果上更加貼近原文，或者說“譯文對譯文讀者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更

接近于原文對原文讀者的影響方式和程度”。從這點來說，隱性深度翻譯與著名翻譯學家尤金·Ａ·奈

達（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Ｎｉｄａ）提出的“動態對等”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也與譯者在

譯者注中表達的想法不謀而合。
例 ６：從延安走來

譯文：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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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民族政策）
原文漢語標題簡明扼要，突出了該節主題，漢語讀者對延安這個地名的歷史文化內涵（中國革命的

落腳點和出發點）也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 如果按照原文形式直譯，該標題則為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ａｎ．
但這種譯法至少存在以下問題：首先，譯文讀者最直觀的感受是莫名奇妙，因為多數英語讀者對 Ｙａｎ’ａｎ
這個地名都會感到陌生；其次，漢英標題的建構方式存在較大不同，漢語標題常用動詞短語結構，英語

則常用名詞話短語以及與介詞搭配的“名詞＋介詞結構”。
延安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不容忽略的一個地名，代表著一種精神，象徵著一種傳承。 原書前言部

分敘述了在世界動盪不安、國內局勢不明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延安艱難探索出前進之路的。
延安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拐點，這一時期的政策也是中國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 如果按照

字面意思直接翻譯，不僅會讓譯文讀者一頭霧水，也無法準確傳達出前言部分的主要內容，實在不是可

取的做法。 考慮到以上因素，此處譯者將前言標題翻譯為“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１９３５－１９４８（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民族政策）”便顯得尤為巧妙，讀者一眼

就能得知這一部分的主要內容，將時間一同放入譯文也同樣值得稱讚，這讓對中國共產黨不太瞭解的

外國讀者心中有了大致的時間線，消除了一定的陌生感。
例 ７：這支新興的政治力量，於 １９３１ 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譯文：Ａｆ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ａｒ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ｆｌｅｄ ｔｏ

Ｒｕｉｊｉ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Ｆｕｊｉａｎ．
中國讀者對延安、井岡山、瑞金這些地名十分熟悉，因為這些地方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從弱小到強

大，一步一個腳印的成長歷程。 中國讀者看到瑞金，腦海裡會自然想起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反動

派圍剿下艱難生存，頑強抵抗的場景，而同樣的感受卻幾乎不會出現在對中國知之甚少的外國讀者身

上。 因此，翻譯時便要做出一些調整。 “深度翻譯其實質是增量翻譯……其概念本身包含了實施深度

翻譯的方法”，譯者在處理這段文字時，特意對瑞金的地理位置以及帶來的優勢作了簡要介紹，而增加

的內容絕非無用：一者，讀者通過譯文中詳細的介紹對瑞金會有更加直觀的印象；二者，所增加內容為

讀者勾勒出一副險峻、崎嶇的地形，在表現出瑞金地理特徵的同時，也讓譯文讀者更深刻體會到當時共

產黨人生存環境之惡劣，可謂篳路藍縷、艱辛異常。 這樣的處理省卻了添加注釋的繁瑣，使得行文更加

流暢，同時也傳達出了更深層次的含義，一舉兩得。
例 ８：在英國侵略軍的火炮和梅可馨機關槍面前，藏族軍民守土有責的頑強抵抗精神，令英國人也

感到吃驚：“他們幾十個人也敢向比他們大得多的力量發起進攻，不顧一切地全部戰死。 幾個強征來的

農民為了保衛一個村莊，也會像古羅馬的愛國志士一樣獻身。
譯文：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ｅｒｒｉｂｌｙ ｓｈ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ｎａｃｉｏｕ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 Ｅｄｍｕｎｄ

Ｃａｎｄｌｅｒ， ｗｈｏ ｇａｉｎｅｄ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ｉｂｅｔ， ｌａｔｅｒ ｒｅ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ｉｎ 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ｍｅｒｅｌｙ
ａ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ｉｎｇａｌ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ｇ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ｒｏｉｃ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ｗｅｌｌ －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ｔｒｏｏｐ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ｌａｃｋ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ｕｔｓ ｔｏ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ｆｌｅｓ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在原文中，作者將引文出自何人何處在註腳中作了說明。 譯者在此處把註腳中的內容（引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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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蒙·坎德勒：《拉薩真面目》） 移到譯文正文中，並對艾德蒙·坎德勒的身份作了進一步說明

（ Ｅｄｍｕｎｄ Ｃａｎｄｌｅｒ， ｗｈｏ ｇａｉｎｅｄ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ｉｂｅｔ），使得原文所述內容更有說服性，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誓死保家

衛國的決心，同樣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
例 ９：“跪拜”與“行禮”的悲歌

譯文：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不同語言有不同的話語修辭方式。 中文修辭重感覺性和概括性的話語，傾向於根據所見所聞和直

覺抒發內心感悟和情緒，喜用語義迂回模糊的表達，以極凝練的詞傳達極豐富的含義。 而受說話者思

維影響，英語修辭偏愛清晰、精確的語言，重說理分析。 該原文標題屬典型的詩化標題，完美地體現了

漢語的特點：多用動詞，具體可感；但該標題如直譯則為：Ｔｈｅ ｅｌｅｇｙ ｏｆ “ ｋｏｗｔｏｗ” ａｎｄ “ ｓａｌｕｔｅ”，由於英文

抽象性的特點，很多英語讀者無法理解其含義。 基於此，譯者將其調整為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意為“王朝命運從繁榮到衰落的轉變”，簡潔明瞭，意思準確，也避免了過多注

釋所帶來的行文不暢。

（二） 文本外的深度翻譯———譯者注

文本內深度翻譯是最常用，也最直觀的手段；但同時，譯文外深度翻譯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可以

幫助讀者加深對原作的體認，同時讓譯文讀者可以更清晰地瞭解原作，甚至原文語言所在的文化。
譯者認為，譯文的表達形式靠近原文（按原文的結構和用詞），還是遠離原文（脫離原文的結構和用

詞，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原文的意思），取決於哪種形式更有利於翻譯所服務的社會目標的實現。 譯者在

動手翻譯之前，對原書的風格、內容以及期望產生的效果作了全面分析。 譯者認為，原書是一本學術著

作，其譯文必須做到客觀準確、用語樸實。 為了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增進國外

讀者對中國的瞭解與理解，為中國發展營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必須採取適當的策略使得譯文更易為外

國讀者所接受，以達到對其產生有效影響的宣傳效果。 譯者注闡明了譯者翻譯過程中的總體指導思

想，並列舉了大量為達到最佳效果而做出的調整，用心之處，可見一斑。 以下為作者從譯者注中節選的

片段，以支持上述觀點。
例 １０：１９３６ 年的歲末，世界終於關注了中國，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抗日救國的“兵

諫”，扣押了蔣介石。
譯文：Ｉｔ ｗａｓ ｕｎｔｉｌ ｌａｔｅ １９３６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ｔｅｄ ｉ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１２ Ｄｅｃ． １９３６， Ｃｈｉａｎｇ

Ｋａｉ － ｓｈｅｋ，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Ｍ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ｌｉａｎｇ， ａ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ａｒｌｏｒｄ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ｍ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ｉａｎｇ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說明：原文中的“兵諫”如直譯則為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般英文讀者還是會覺得費解。 這就出現

了以上提到的譯入語詞義空缺。 譯者將原文的“兵諫”作了措辭上的微調：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ｉａｎｇ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用武力逼迫蔣介石停止打內戰，
並與中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例 １１：“甲午折戟”痛失臺灣

譯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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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日戰爭”及日本吞併臺灣）
說明：西方人一般將“甲午戰爭”統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為了英語讀者閱讀起來更加順暢，譯

者沒有採用音譯法 Ｔｈｅ Ｊｉａｗｕ Ｗａｒ， 因為這樣勢必得解釋何謂“甲午”（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等資訊），增
加讀者的閱讀負擔。

例 １２：“一盤棋”中“兩個大局”
譯文：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Ｐｈａｓ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說明：“美文”是漢語修辭的一個突出特點，指文采洋溢、辭藻華麗、文筆生動、大量使用比喻意象的

文字。 駢體文的影響和重感性的思維形成國人表達的詩意傳統和美文傾向，喜用遠離世俗的詩化語

言。 該標題如直譯則為 “ｔｗ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ｅｓｓ”，西方受眾會覺得這種文字缺乏有

用資訊和相關性。 因此，譯者將其改寫成了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Ｐｈａｓ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鄧小平的漸進式經濟發展戰略：從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

結語

本文對張譯本《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的深度翻譯策略進行了細緻考察和全面研究。 研究

發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並不拘泥于原文的固定形式，而是採用多種方法處理譯文，以求達到最佳的表

意和宣傳效果。 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也越來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但是關注的人中總是不乏惡意揣測、抹黑中國之人，企圖通過歪曲中國民族事務真相來攻擊中國國家

形象。 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積極主動地講述中國的故

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要迅速習慣面對世界講述自己的觀點、立場。

較之文學翻譯或科技翻譯，社科文獻翻譯在國內外翻譯研究界稱不上是顯學。但社科專著在傳達

中國聲音、表達中國態度方面又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之路》一書對中國民族

問題作了客觀、詳盡的敘述，對分享成功經驗和澄清事實真相都起著巨大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此書

的英譯版便顯得尤為及時。 民族問題涉及到歷史與現實、國家與社會、經濟與文化等諸多因素，非單一

因素使然。中國經驗便是依據本國國情，因時因地施以適當的策略，妥善處理民族關係。 中國要擁抱

世界，世界也需要瞭解中國，而世界瞭解中國，除了親自來走一走、看一看，主要還是通過各類介紹中國

風土人情的翻譯作品。 因此，以外國人更易接受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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